
2015年11月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霍丽娜

电话:(0536)8789199 Email:dzrbwfxw@126 .com 综合 19

□ 本报记者 杨国胜 宋昊阳

近日，“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尽管目前
尚未正式实施，但这已经让不少家庭欣喜不
已。然而，能否顺利生下一个健康的宝宝，成
了不少家庭特别是高龄产妇家庭面临的难题。
为此，潍坊医学院附属生殖医学中心主任任春
娥教授提醒市民，与适龄产妇相比，高龄产妇
在生育中面临的风险较大，应按个人实际情况
谨慎对待。

高龄产妇生育

面临较大风险

任春娥告诉记者，在“全面二孩”政策出
台后，每天都有几十名到潍坊医学院附属生殖
医学中心向她询问自身情况是否满足生产条件
的妇女，而其中，又有不少人年龄较大，尽管
身体情况并不适合生育，但是其生育愿望却较
为迫切。对此，任春娥指出，无论是头胎还是
二胎，其生育能力与年龄是呈反比的，即年龄
越大，生育能力越低，特别是超过35岁的女性
生育能力下降更快。与适龄产妇相比，高龄产
妇生育面临五大风险：

风险一：自然流产
临床统计资料显示，年龄超过40岁的孕妇

发生早发性自然流产的几率是适龄生育者的2到
3倍，这是由于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卵子的质
量下降，若再加上慢性疾病的积累，胎儿发生
染色体异常的几率就比常人高，而这也是早期
流产的主要原因。需要明确的是，高龄产妇生
育二胎的风险比生育头胎大得多。若第一次生
育时是阴道分娩，那么再次分娩几乎与生头胎
如出一辙，要经历产痛。若第一次是剖宫产，
第二次分娩面临的风险会更大，这些风险主要
来自剖宫产后给子宫留下的疤痕。疤痕子宫再
次妊娠的相关风险包括：

1．子宫瘢痕妊娠，通俗地说就是胚胎刚好
着床在子宫的疤痕上。妊娠中随着胎儿的增
大，有可能会“撑破”子宫，危及生命。

2．第一次剖宫产产妇在第二次生育时需要
通过剖宫产的机会也大大增加，多次手术会导
致相关并发症增加，如出血、麻醉风险、术后
腹腔粘连、伤口愈合不良等。

3．剖宫产是胎盘绒毛植入的高危因素。胎
盘绒毛植入是产科少见而危重的一种并发症，
简单地说，就是胎盘长到了子宫的肌肉层里
了，这种情况可导致病人大出血、休克、子宫
穿孔、继发感染，甚至死亡。而到了孕中期，
胎盘绒毛植入还会引起子宫破裂等。

风险二：容易合并其他疾病
数据显示，高龄怀孕出现并发症如糖尿

病、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几率确实比一般孕妇
高。如果孕妇本身就有内科方面的疾病（如高
血压），怀孕可能会使得病情加重，从而发生
如先兆子痫（高血压合并蛋白尿）等严重危及
母儿生命的情况。此外，高血压也可能增加发
生胎盘早剥的可能性。

风险三：怀孕几率降低，并发症增加

除了身体素质下降外，卵巢功能下降导致
妊娠率明显降低。如果在35岁之前曾有多次怀
孕、流产经历，更会增加不孕的几率；在35岁
之后，子宫肌瘤、宫颈糜烂、子宫内膜异位
症、卵巢囊肿等疾病，正是高发时期，这些疾
病也是高龄难孕的原因之一。除了怀孕难度增
加，高龄生育时宫外孕、自然流产、孕期并发
症、胎儿出生缺陷等的几率也会增加。同时，
由于年纪大，产后康复的速度也大不如前。

风险四：胎儿先天异常
最为人所熟知的胎儿先天性异常为唐氏征。

唐氏征是指第21对染色体上多出1条染色体，又
称21三体综合征（先天愚型）。由于卵子会随着女
性年龄的增长而老化，女性年龄越大，排出的
卵子就越容易在细胞分裂中出现问题。

风险五：生产的危险性增加
有些孕妇不注意合理均衡饮食，导致体重

增加过多，形成妊娠糖尿病，使得胎儿的体重
也过重，增加了生产的困难，使剖宫产的发生
率增加。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产道和会阴、
盆骨的关节会变硬，不易扩张，子宫的收缩力
和阴道的伸张力也较差，有的高龄产妇分娩的
时候宫口开得慢，甚至不开，以至于分娩时间
延长，容易发生大出血和难产。也正因为如
此，高龄产妇的剖宫率比一般产妇要高。另
外，由于年龄大，高龄产妇中有不少人可能有
轻微的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平时可能觉察不出
来，一旦怀孕，身体各项机能和激素水平的变

化都会将这些隐性的疾病诱发出来，不仅影响
胎儿的正常发育，更会给孕妇带来生命危险。

除了上述生理上的风险外，高龄产妇生育后
还要面临一个养育和教育问题。作为年龄偏大的
母亲，在精力和体力上都比不上较为年轻的父
母，生完孩子后还要以从前双倍的精力投入工作
等，这一切都是高龄产妇需要面对的问题。

女性应抓住

最佳生育机会

任春娥介绍，未生育的妇女易发生激素依
赖性疾病，如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异位症，同
时未生育妇女的卵巢良性肿瘤及卵巢癌的发生
率亦高于生育过的妇女。所以，适龄夫妇还是
生个孩子为好。

“育龄夫妇不孕现象日益增多，这与部分
女性年龄太大不无关系”。任春娥认为，在生
育大事上，女性不应错过最佳生育年龄。

“什么时候生宝宝比较好？”“怎样才能
生一个健康、可爱的聪明宝宝呢？”任春娥认
为，最佳的受孕年龄，女性一般为25-30岁，男
性为27-35岁。此时男女双方精力比较充沛，精
子和卵子的质量比较好，有利于优生优育。

为了生育“优质宝宝”，孕前准爸爸、妈
妈要做到以下几点：1．身体健康。2．精神状态
良好。3．远离烟酒。4．生殖系统卫生健康。

孕期高龄妇女

应注意哪些方面

产科临床统计资料表明，高龄产妇的产程
明显延长，滞产率增高。同时，羊膜早破、妊
高征和早产这三项指标也比对照组高。因此，
高龄产妇更须加强孕期保健，适当锻炼，合理
营养，心态平和。

1、重视产前检查与保健。高龄产妇应缩短
检查间隔时间，要从确诊怀孕开始，听从医嘱
定期检查、在医生指导下用药、对胎儿宫内情
况进行监护等，并要特别注意血压和尿的情
况，以便及时发现问题，适时处理。

2、整个孕期比一般孕妇更为谨慎，从衣食
住行等方面加强保健。在饮食上，既要保证充
足的营养供应，又不要吃得过多，并要适当进
行锻炼，防止胎儿过大。慎用药物和疫苗，改
变不良生活方式，避免高强度及高噪音环境。

3、注意孕期心理卫生。有些高龄产妇自确诊
怀孕后，就忧心忡忡，担心孕期及分娩时会出现
问题，这种不良心理对孕妇和胎儿都很不利。

任春娥表示，在现代医疗条件下，产妇只要
积极与医生配合，听从医生指导，正常情况下可
以顺利度过孕期并平安分娩。若超过35岁的女性
有生育愿望，需积极备孕，超过半年仍然没有怀
孕的，应及早到正规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

要二胎，高龄产妇需谨慎
——— 访潍坊医学院附属生殖医学中心主任任春娥教授

□宋学宝
王庆和 报道

10月28日，青州
市何官镇里双小学陈
莎莎老师带领孩子们
在学校“笑脸墙”前
面寻找自己的笑脸。

今年以来，何官
镇里双小学通过开展
评选身边的小明星、
增设笑脸墙等一系列
励志教育主题活动，
促进了孩子们的综合
素质全面发展。

□ 本报记者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祝红蕾 董 超

10月22日，记者在临朐县嵩山生态旅游
区北黄谷村看到，该村处在山川环抱之中，环
境清幽，绿树成阴，枝头亮红如灯的柿子树和
保存完好的石头房子，让人仿佛走进岁月深
处。然而，在过去，这个村鲜有外人进出，全村
153户农户主要靠种植玉米、小麦、黄烟等作
物为生，人均收入偏低。

不仅仅是北黄谷村，嵩山生态旅游区多
数村庄都面临着发展问题。如何让这方美丽
山水给老百姓带来好处，过上“青山绿水”变
成“金山银山”的好日子？嵩山生态旅游区党
工委书记刘建安说：“越是穷苦的地方，勤劳
致富的愿望也就越强烈。打造最美生态小镇，
发展全域乡村旅游，让整个嵩山生态旅游区
变成一个开放式大景区。外来人多了，老百姓
自然也就富起来了。”

为此，嵩山生态旅游区对北黄谷村在内
的11个村落进行统一开发，聘请国内知名院
所制定了全域乡村旅游规划，成为全省第一
个通过评审、并正式付诸实施的旅游小镇规
划。旅游区整合境内山、水、林、果等旅游资
源，推进传统农业、林业向新型生态观光农
业、林业转变，建设农家乐集聚区，设计乡村
休闲养生一日或多日游路线，全力打造产业
和城镇深度融合的旅游经济综合体。目前，这
个区已发展农家乐30家，住宿床位达到200多
张，建成拓展基地、农事博物馆各1处，北黄谷
村被评为山东省第二批传统村落。位于北黄
谷村的肖永高农家乐便是其中之一，“开业当
天，我们就接待了十几桌客人，一天收入超过
1000元。”老板肖永高难掩兴奋之情。

“土鸡是在山上散养的。来这里的游客都
点名吃土鸡，平均每天都要接待三四桌。”嵩
山生态旅游区马家嵧村村民魏小兰说。

今年以来，嵩山生态旅游区编制“农家
乐”发展规划，确定年内发展农家乐特色村8
个和星级经营户60户，实现景区“农家乐”点、
线、面的有机结合。他们以建设“最美乡村”为
目标，高效整合嵩山旅游资源，建设“吃住在
农家、揽胜于景区，游乐在田园、娱乐在山村”
的具有浓郁山乡特色的“嵩山人家”农家乐生
态、休闲旅游项目。

据嵩山生态旅游区党工委委员魏玉明介
绍，为确保农家乐质量，嵩山生态旅游区成立
嵩峰旅游开发公司及“嵩山人家”农家乐专业
合作社，对农家乐的经营理念、管理程序、收
费标准，进行了全面统一规范，确保每一家都
是“放心品牌”。

在嵩山生态旅游区，不论是官方微信，还
是个人朋友圈，全部成了嵩山动态的发布频
道，人人都成为了乡村旅游的推介者，国际旅
游小姐走进嵩山、古绣楼开了咖啡馆等一系
列创意活动，让嵩山生态旅游区成为媒体关
注热点。

嵩山农业资源丰富，嵩山蜜桃种植已达3
万亩，佛手瓜种植面积近万亩，黑小米、紫薯
等高山蔬菜种植已初具规模。嵩山生态旅游
区充分利用网络、微信平台、个人自媒体等载
体，加大“农家乐”乡村旅游的宣传力度。

其中，嵩山生态旅游区嵩山沟河村是远
近闻名的“种桃大村”，全村182户村民中种植
桃树的有140多户。“在我们村，年收入超过10
万元的种桃户能占到全村的三分之一，仅靠
种植蜜桃一项全村年收入就有七八百万元。”
村民衣明军说。

小山村变旅游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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